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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#通过建立多任务委托 代理模型'研究同时考虑提高科

研和教学这两大任务的政府和强校之间的激励机制设计问

题
8

通过对两个任务之间在独立(替代和互补三种关系下激

励问题的研究'得到如下结论#当两任务的努力成本之间为

互补关系时'通过对科研的激励可以同时提高教学水平%若

两者为替代关系'则提高对科研的激励水平将促使高校只注

重科研而忽视教学'弱化激励效率
8

通过弱化对教学和科研

的激励差别'可以促使强校将精力在多项任务中进行合理分

配
8

最后通过设计基于主观评价和监督的激励机制'将两者

之间的替代关系转化为互补关系'从而解决激励效能弱化的

问题
8

关键词#高校协作%多任务%委托 代理%激励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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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政府参与的强校与弱校的协作主要是强校为

弱校提供教学和科研上的帮助'因此'要想使强校参

与协作必须由政府出面为其提供与其付出相对应的

激励报酬
8

由于弱校本身基本没有参与谈判的能力

或条件'所以只有通过政府的参与并代表弱校为强

校提供激励报酬才能促使协作的实现
8

由于不同高

校是具有各自利益的多任务个体'在协作过程中'政

府和高校以及高校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
8

因此'政

府与高校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因代理人的

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导致的教育资源效率低下
8

政府作为委托方只有通过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

强校!代理人"'才能提高协作的效果
8

强弱院校协作的委托代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多

任务的委托代理关系'其中代理人!强校"有两个主

要任务#一是提高教学水平%二是提高科研水平
8

一

般说来'委托人!政府"对科研水平监督和评估比对

教学水平更容易
8

因此'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激励机

制就容易造成只注重科研而忽视教学
8

本文将通过

建立政府和高校之间的多任务委托 代理模型'研究

多任务下的区域高校协作中政府和高校之间的激励

机制设计问题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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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现状分析

a67IDNR6I

和
VC7

K

R6I

)

#

*的研究结果表明'当代

理人从事多项工作时'对某项工作激励的效果不仅

取决于该工作本身的可观测性'而且还取决于其他

工作的可观测性
8\9ZOR

和
/O6R

K

O

等)

$

*就绩效评估

对多任务委托 代理激励机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
8

ACECN+

)

!

*讨论了经济组织中的激励弱化问题'强调

了多任务分析方法的重要性
8AOD

K

9

K

:O

)

>

*则提出了

通过监视'将多任务间的替代性转化为互补性的解

决思路
8

我国学者张维迎)

;

*讨论了当一个代理人从

事多项工作时的激励问题及专业化分工和资产所有

权在解决激励问题上的作用
8

林元庆)

@

*则研究了多

目标
)gA

!

RODO9RLU9:PPOWO76

X

IO:N

"活动中的激励

机制设计问题
8

虽然最近几年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在很多领域

得以应用和发展'但是很少将该理论应用于高校协

作激励机制设计中'从定量角度进行研究的则更少
8
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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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型假设及参数说明

首先给出如下关于模型及参数的基本假设
8

假设
!

!

代理人!强校"同时从事教学和科研两

项任务'其努力水平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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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_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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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分别表示帮助弱

校提高科研和教学水平所付出的努力
8<_

!

<

#

'

<

$

"

表示两项任务完成的结果'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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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表示影响科研和教学水平提高的外

部随机因素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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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标准差为

,

3

的正态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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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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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是风险中性的'强校是风险规避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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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对强校的激励采用线性形式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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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表示强校帮助弱校提高科研和教

学水平而获得的业绩报酬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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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任务的高校协作模型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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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协作双方收益分析与模型建立

根据假设'政府的期望净收益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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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设代理人的效用函数具有不变绝对风险规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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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间的分配'不影响
&

. 和!

0

#

'

0

$

"'若给定
&

. 和

!

0

#

'

0

$

"'

9

%

由强校的保留效用
9

&

确定
:

因此政府

面临的决策就是如何选择适当的
&

. 来最大化总的

确定性等价收入
8

/

.

C

6

X

D

$

9

C

E

!

0

#

'

0

$

"

F

V

!

0

#

'

0

$

"

F

#

$

3

&

.

-

&

!

!

"

!!

对于代理人而言'只有当参与协作带来的效用

不小于其保留效用时才愿意参与'所以代理人的参

与约束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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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'政府要想使高校选择自己希望的行动'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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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表示强校努力成本的单位变化所带来的业绩

报酬的变化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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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以及政府总的确定性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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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任务上努力的

边际收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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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型分析

考虑到两项任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又可以分

为替代和互补两种情况'本文将分别讨论
!

种不同

关系下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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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两种任务存在替代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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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
面将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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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任务在不同关系下的结果进行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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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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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两项任务的努力成本是相互独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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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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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强校在教学和科研两项任务的努

力成本相互独立'那么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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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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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弱

校教学水平的最优激励与两项任务的激励成本相互

独立性无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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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'强校在给定工作上的最优努力独立于在其他

工作上的努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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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并没有在该式中出

现'因此提高弱校教学水平的最优激励与两项任务

的激励成本的相互依存性无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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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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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绝对风险

规避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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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边际成本的变化率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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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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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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递减函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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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任务高校协作下的激励机制设计

如前所述'导致激励机制效能弱化的主要原因

是任务间努力成本的替代性
8

因此'克服多任务间努

力的替代性'使任务间努力的替代关系转化为互补

关系是解决激励效能弱化的一个方法
8

下面主要研

究通过引入主观评价机制和定时监视机制实现将替

代关系转化为互补关系的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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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入主观评价的激励机制

引入主观评价的激励机制的原理是以客观绩效

评价机制为主'辅以主观绩效评价机制的激励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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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对客观绩效评价进行主观加权'在引入强校偏

好因素的同时'模糊化报酬与客观绩效的关系'使强

校的任务具有互补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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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而该激励机制较好地体现出强校的两

项任务的互补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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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激励机制下的收益将高于强校只注重科研水平

时的收益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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